
【摘要】本文介绍了未确认融资费用的确认、费用分摊率的选择以及费用分摊时的账务处理，并提出一种分摊各期融

资费用的简便易行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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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一、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产生、确认

在融资租赁中，承租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与长期负债

的入账价值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在租

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

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

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

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关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确定，新

会计准则第十二条规定：“承租人在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

值时，能够取得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的，应当采用租赁内含利

率作为折现率；否则，应当采用租赁合同规定的利率作为折现

率。承租人无法取得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且租赁合同没有

规定利率的，应当采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时，在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资产公允

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借记“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科目，按最

低租赁付款额、初始直接费用贷记“长期应付款”、“银行存款”

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

二、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未确认融资费用产生后，在租赁期内应采用一定的方法

将其分摊，并在租赁期届满时将其减至为零。未确认融资费用

的分摊是租赁会计核算的难点。原租赁准则规定，未确认融资

费用的分摊可采用三种方法，即实际利率法、直线法和年数总

和法。从经济实质上看，年数总和法加速了融资费用的分摊，

直线法简化了会计处理工作，只有实际利率法最符合未确认

融资费用分摊的经济实质。因此，新会计准则第十五条规定：

“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

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

在采用实际利率法时，应当按租赁期开始日租入资产入

账价值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分摊率：淤以出租人的租赁内

含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折现、且以该现值作为租

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租赁内含利率作为分摊率。于以合

同规定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折现、且以该现值作

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合同规定利率作为分摊率。

盂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折现率将最低租赁付款额折现、且

以该现值作为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应当将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作为分摊率。榆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为入账价值的，应当重

新计算分摊率。该分摊率是使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等于租

赁资产公允价值的折现率。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出当期应分

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即确定了当期利息费用，借记“财务费

用”或“在建工程”科目，贷记“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

三、举例说明

例：20伊2年 12月 25日，万利达公司与东方开发租赁公

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譹訛租赁标的物：数控

机床一台。譺訛租赁期：20伊3年 1月 1日至 20伊6年 12 月 31

日。譻訛租金支付方式：自起租日起每年年末向东方开发租赁公

司支付租金 100万元。譼訛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为 8%。譽訛设备

公允价值 35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5年。假定租赁资产占万

利达公司资产总额的 30%以上，设备不需安装，可以直接投入

使用。

要求：根据以上资料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万利达公司每

期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1. 租赁开始时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判断租赁类型。根据资料，该设备租赁期占尚可

使用年限的 80%，同时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 331.21万元

（计算过程如下），大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 90%（350伊90%=

315），可以断定该项租赁业务为融资租赁。

第二步：确认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越各

期租金之和+承租人担保的资产余值越100伊4+0越400（万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越100伊（P/A，8%，4）+0越100伊3.312 1越

331.21（万元）。由于各期租金现值之和 331.21万元小于租赁

资产的公允价值 350万元，因此承租人应将最低租赁付款额

的现值作为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

第三步：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越最低租

赁付款额原租赁资产入账价值越400原331.21越68.79（万元）。

第四步：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 312 100 元，未确认融资费用 687 900元；贷：长期应付款

4 0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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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确定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本例采用的分摊率

为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8%）。

第二步：采用实际利率法在租赁期内分摊未确认融资费

用（金额单位：元）。

第三步：账务处理。譹訛20伊3 耀 20伊6年，每年年末支付租

金。借：长期应付款 1 00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 000元。

譺訛每月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20伊3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

22 080.67元（264 968衣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2 080.67 元。

20伊4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 17 180.45元（206 165.44衣

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17 180.45元。20伊5年 1 耀 12月：借：

财务费用 11 888.22 元（142 658.68衣12）；贷：未确认融资

费用 11 888.22元。20伊6年 1 耀 12月：借：财务费用6 175.66元

（74 107.88衣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6 175.66元。

四、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的简便计算方法

采用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表的方法虽然直观、清晰，但计

算比较繁琐。这里介绍一种简便方法，供大家参考：

第一年分摊额（X1）=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伊分摊率；第二年

分摊额（X2）=（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本期租金垣X1）伊分摊率；

第三年分摊额（X3）=（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2伊本期租金垣X1垣

X2）伊分摊率；第四年分摊额（X4）=（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

3伊本期租金垣X1垣X2+X3）伊分摊率……第 n年分摊额（Xn）=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原（n原1）伊本期租金垣 Xi］伊分摊率。依

此公式，计算出的是全年的分摊额，然后除以 12即可得到每

月应分摊的费用。最后一年的分摊额=未确认融资费用原 Xi。

按照这种方法，本例计算过程简化如下：第一年分摊额=

3 312 100伊8%=264 968（元）；第二年分摊额=（3 312 100原

1 000 000垣264 968）伊8%=206 165.44（元）；第三年分摊额=

（3 312 100原2伊1 000 000垣264 968+206 165.44）伊8%=142 658.68

（元）；第四年分摊额=687 900原（264 968垣206 165.44垣142 658.68）

=74 107.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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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物改良，是指承租人为达到使用租赁物的目的，在出

租人的同意下对租赁物进行添附或其他改进其功能的行为。

然而，无论是在 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租赁》，还

是在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中，准

则制定者似乎都忽略了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核算的规范，只

有在 2003年财政部印发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

会计准则有关问题解答〈二〉》（以下简称《问题解答〈二〉》）的

第十二问“关于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处理”中可以找到与经营

租赁中租赁物改良相关的规定：“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

产发生的改良支出，应单设‘1503 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

科目核算，并在剩余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

较短的期间内，采用合理的方法单独计提折旧。”

由于《问题解答〈二〉》中对租赁物改良的核算要求非常简

单，既未清楚列明“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科目的属性，未明

确该科目余额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报方式，也未明确此类项

目的折旧是否可并入“累计折旧”科目核算，在缺乏清晰的会

计核算规范的指引下，企业在实务中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

理相当随意，严重影响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本

经营租赁中租赁物改良之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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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理尚缺乏规范，以致企业在实务中对租赁物改良的会计处理不统一，严重影

响了财务报表信息的可信度。本文就企业在租赁物改良实务中的常见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制定全面的租赁会计的处

理规范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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